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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更新 

● 本网站蒙古文版本3月30日正

式开通了！  

● 蒙古流行音乐2008合集  

● 2008年蒙语春节晚会《美丽

家园》精彩花絮  

● 五彩传说(五彩呼伦贝尔合唱

团)  

● 电台《文艺在线》节目开通

了  

● 国际蒙古族长调民歌大赛专

题  

● 杭盖一支投身蒙古音乐的乐

队  

● 演员巴音的个人网站开通

了！  

● 斯琴巴图经典书法作品  

日格勒——达斡尔族舞蹈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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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日格勒是达斡尔族民间舞蹈的统称，它因地域而异，有“阿罕

伯”、“郎突达贝”、“哈库麦”和“哈根麦勒格”等几种叫法，是达斡尔族

特有的一种歌舞合一的形式。2006年被我国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上，达斡尔族是古代契丹人的一支，长期居住在黑龙江、嫩江流

域，主要是以狩猎为主，兼营畜牧业、农业，妇女们在家种田、栽烟叶、挤牛

奶及采摘柳蒿芽、野果等，她们闲暇时经常聚在一起跳鲁日格勒舞。狩猎生活

和劳动场面成为鲁日格勒舞更多表现的主题。

    “鲁日格勒”含义为“燃烧”或“兴旺”之意，达斡尔语“鲁日格勒

贝”可以引申为“跳起来吧”之意。作为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民间舞蹈鲁日

格勒舞以群舞为主，上身和手臂的动作丰富，脚下以侧滑步为基本步伐，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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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先唱徐缓轻快的舞歌，随着歌声舞者轻柔地舞动起来，此时，旁观者可

以任意加入队伍随舞。舞蹈气氛逐渐热烈，节奏加快，交叉交换位置，所有舞

者齐呼“哲嘿哲”、“德乎达”等简短风趣的呼号，脚上踏出有力气的节拍，

舞蹈达到高潮。舞者舞出了一种自然、古朴和永恒的特征。

    传统的鲁日格勒舞一般分为三个段落，舞蹈特点是以双手双臂摆动为

主，步法有侧滑步、跺步、拖步等，整体动作简单活泼。舞蹈的第一阶段是摆

臂轻舞，齐唱或问答对唱，有赛歌的性质，歌唱的多是劳动生活；第二阶段是

一个过渡，以舞为主，动作幅度加大，常常是两人对舞，互不相让，强者还要

用拳头击打对方的头部，加入的第三人好似劝解，表现了女性坚强勇敢的民族

精神，到此，舞者情绪一点一点高涨起来；最后一个阶段形成狂欢高潮，达斡

尔语称为“郎涂”，即拳头的意思，表现在舞蹈当中要一手叉腰，一手举拳过

头，振臂、挥拳。待加入第三者后双方趋于和缓，舞蹈进入尾声。鲁日格勒舞

因达斡尔族分布地域的不同，在民间有一些变化，除套用三段式外还加入了一

些自发式的舞蹈动作。

    关于鲁日格勒舞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有人说是模仿狩猎的情景，也有

人认为是在模仿围猎野鸡时的情形，还有一种比较感性的说法是说远嫁的达斡

尔妇女看见大雁飞过，想到了自己遥远的家乡，随即模仿大雁展翅飞翔的动作

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在古籍中也有关于鲁日格勒舞的记载，“雪后风灯焰焰

寒，云韶旧部走伶官。一双手伎从客入，胜舞银貂小契丹”（朱彝尊《席上观

倒刺诗》）。这种名为“小契丹”的舞与“鲁日格勒”一样，是以手臂的摆动

为特征的，明显有相似之处。由于古契丹人中的一部分在后来的迁徙中逐渐定

居于我国的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区，演变为今天的达斡尔族，所以在莫

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和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地区，现在还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

鲁日格勒，人们在乡间自发的活动和庆典仪式上载歌载舞，喜庆祥和。

    随着时代的发展，鲁日格勒舞也逐渐登上了舞台，被搬上了荧屏，并

且在多个舞蹈比赛中获奖，在达斡尔族聚居地区也有一些跳鲁日格勒舞的民间

团体。在一些少数民族院校里也出现了民族舞蹈社团，鲁日格勒舞也在其中。

2006年9月11日在北京首演的民族歌舞乐《天堂草原》中，蒙古族长调、马头

琴、蒙古搏克、呼麦、蒙古四胡、乌力格尔、鲁日格勒舞等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成为舞台上的亮点。

    鲁日格勒舞跟着达斡尔族人的血脉一样延续着，这喜庆欢快的舞蹈里

展示着达斡尔民族的精神面貌，也有他们对生活美好的期望。鲁日格勒舞是达

斡尔族人民欢乐吉祥生活的缩影，是达斡尔族聚居区的优秀传统民间舞蹈文

化，是古老达斡尔族民间舞蹈的遗存，在中国其他民间舞蹈中实属罕见。

    鲁日格勒舞不仅在学术价值上，将带动和促进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的弘

扬，它的丰富内容和基本特征，以及其传承历史，对丰富和完善中国舞蹈史乃

至世界舞蹈史，将产生一个推动作用；在实用价值上，对丰富各族人民群众的

文化生活，提高各族人民群众的素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重要的作

用。 

来源：内蒙古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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